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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环境可持续发展决策

支持系统空间数据库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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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矿山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空间数据库设计思路"构成"功能以及系统建立的主要技术环节#该数据库

包括@*个子空间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信息输入"空间检索和查询"空间分析"输出功能#矿山环境决策支持决

策系统空间数据库的建立将为矿山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矿山环境$空间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9@?"/+$@!!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ABC@B#"**$$*$A*"$*A*"

!!矿山资源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和社

会的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生存的环境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由于矿山资源的开发而造成的水土流

失"水系污染"地质灾害频发"生态恶化"地方病滋生

比比皆是!全面检测"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是我们面

对的首要问题#随着地理信息系统%,32&理论和技

术在资源"环境中的应用日益成熟!它强大的空间分

析功能和空间数据库%2DE82&优势为资源与环境

评价"合理开发利用及预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

于此!我们开展了矿山环境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

统综合研究的空间数据库的开发研制工作#矿山环

境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空间数据库的总体研制

目标是使矿山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及管理决策工作

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的基础

上!为有关部门提供以空间信息和统计信息为主要

内容的综合信息服务!可实现"个目标’!为实现信

息查询与共享提供支持$"建立辅助决策分析系统!
为矿山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

据#

@!空间数据库的总体设计

数据库因用途不同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而矿山

环境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空间数据库主要用于

存贮"管理矿山环境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数据库

按照系统的要求有如下特点’!空间数据库以层来

组织矢量"栅格文件$"属性数据以关系表形式存

贮!通过标识码%3D&与其相对应空间单元相链接#

"!空间数据库的构建

空间数据库中以点"线"面$种基本图元类型为

存储单元%表@&#,32技术为每种地物在二维"三

维空间内赋予其相应的属性信息和空间位置信息!
从而能够定义实体地物间的空间关系#对每次种类

型的地物用不同编码方法和量化方法!利用其公有

的3D号码将空间图元与相应的属性信息进行连接!
形成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库是基于,32软件建立

的!显示出地物间的空间关系!是查询和分析不同类

型的地物空间位置信息的基础%表"&#
表!"数据库中图元表示形式

地物类型 图元类型 代表地物类型

点状地物 点 矿点"污染源"水井等

线状地物 线 水系边界"污染强度等值线

面状地物 面 污染范围"水域范围等

表#"数据库空间个体属性

3D号 具体属性列

D@ 矿名"矿种((污染类型等

6@ 道路"长度((其他等

/@ 水域"面积((其他等

!!矿山环境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空间数据库

主要包括图形信息数据库和属性信息数据库#通过

键盘输入"数字化输入等外围设备将现有的地图"实
验结果"文件资料等输入到计算机中!形成图形库和

属性库%图@&#其功能%图"&如下#
%@&基础数据和图件的输入"编辑#基础数据

的输入有手扶跟踪数字化输入"扫描数字化输入"
,/2输入方式!还可以通过与图形处理相关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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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库流程

图#"系统空间数据库结构

进行图形处理#
%"&空间检索与查询#对空间数据库中的空间

信息通过查询语句对满足一定属性条件"空间条件"
空间和属性条件的图元和信息进行查询!查询结果

通过系统显示出来#从而!为应用提供方便#
%$&数据的空间分析#对图形进做地形分析"

缓冲区分析"叠置分析"网络分析等操作!将结果做

分析"统计!以各种专题图及统计图的形式体现出来#
%?&分析%工具&子系统#它包括水文地质方法

工具"数学方法工具"地球物理方法工具"环境化学

方法工具"环境遥感方法工具"环境学方法工具#它

们都可以对一项或多项数据进行预测或评价分析!
从而了解该区资源利用与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利

用分析工具为矿山资源利用"经济布局及生态建设

提供直接的决策依据#这些计算结果均可以地图"
报表"表格或文字说明的形式显示和输出#

%F&环境知识模型子系统#它包括矿山环境模

型"矿山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环境地球化学基线#

$!关键技术问题

空间分析是,32软件区别一般的图像处理软件

的关键!运用,32的拓朴分析"属性分析和拓朴与属

性等空间分析功能来研究客观世界!可以得到空间

数据的潜在趋向等信息#
属性具体描述各地物的特征!是各地物特性的

反映!图形只有与属性正确挂接后!才可能进行正确

的处理#属性数据可以通过文件方式或手工方式输

入属 性 数 据#544-22数 据 库 通 过 属 性 字 段 与

85/,32属性库连接#

?!数据库的应用

通过建库工作!建立了水系"道路"地名"数字高

程模型图"遥感影像图等基础地理数据库和土地利

用图"土壤图"植被图"水资源图等资源环境数据库#
这些数据都有统一的地理坐标系统!在 ,32的支持

下!可进行数字地形模型分析"网络分析"空间特征

几何分析"地理变量的多元分析等空间分析#

F!结语

笔者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矿山开发与环境保

护!对,32进行了二次开发!建立了不仅具有查询功

能!而且具有辅助决策功能的空间数据库系统#该

系统的使用将会大大节省矿山环境评价中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而且能够快速"高效地评价矿山环境的

质量!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治理等提供决策支持服

务#该系统的应用具有以下优势’!有图形化的评

价结果$"经不同时期的对比能及时反映矿山环境

的动态变化!以观测出未来环境的发展趋势$#可有

效地辅助管理人员制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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